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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蝗虫发生原因及可持续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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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影响草地蝗虫数量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 ,并就如何实现草地蝗虫的可持续管理对策做了较为

系统全面的概述。认为全球气候温暖化、干旱化以及区域性气候异常 ,食物资源 ,种间种内竞争 ,环境因子以及草

地利用方式和强度等是导致草地蝗虫数量动态变化以及可能引发蝗虫灾害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基于生态安全、

经济有效和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作为管理草地蝗虫的指导方针。最后 ,将强化蝗虫发生机理及预测预

报技术研究 ,积极探索草地管理措施在调节蝗虫数量中发挥作用 ,尝试草地蝗虫管理新的方法和技术 ,扩大生物防

治范围和力度并确立新型化学防治技术作为实现草地蝗虫可持续管理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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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草地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 ,也是我国陆地生态安全重要的绿

色屏障 ,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由于全球气候

变化[ 1 ,2 ] ,人类活动和草地资源不合理利用 ,为草地蝗虫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栖息、产卵微生境和食物资源[3 ,4 ] ,致

使其发生数量急剧上升 ,蝗虫灾害频繁爆发 ,严重影响了天然草地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 ,剥弱了草地生态功能作

用的发挥 ,加剧了牧区人民经济负担 ,威胁到草地畜牧业和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我国西部的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和甘肃等地 ,草地虫灾呈上升趋势 ,年均虫害发生面积 0. 147 亿

hm2 ,成灾面积 0. 10 亿 hm2 ,损失鲜草 600 kg/ (hm2 ·a) ,发生面积、危害程度和爆发频率为历史所罕见[5 ] 。面对

蝗灾引发的严峻形势 ,化学防治一度成了有效防治蝗虫灾害的首选。然而 ,随着人们生态环境安全意识的提高 ,

化学杀虫剂的负面效应逐渐受到草地管理部门和牧民的重视[ 6 ] ,积极探索新的草地蝗虫防治方法则成了草地蝗

虫管理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先后有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生态防治等方法在防治草地蝗虫实践中推广运

用 ,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 ,草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可更新资源 ,蝗虫为该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分子 ,并在其中发挥

重要的生态功能[ 7 ] 。因此 ,有必要转化蝗虫防治思路 ,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蝗虫 ,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危害

草地植被的害虫 ,应从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 ,在对草地蝗虫发生动态、原因机理和响应模式

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尽可能通过环境友好、实施便利和经济有效的多种方法 ,并充分挖掘草地管理措

施在调控蝗虫数量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最终达到草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目标。

1 　影响草地蝗虫数量动态变化因子

蝗虫与植物在漫长协同进化进程中 ,为了营养、繁殖、保护、防卫、扩散等需要 ,在时间上相互配合、数量上互

相调节 ,生境和物候上呈高度的一致性[8 ] 。植物为蝗虫一方面提供食物资源 ,另一方面也是其产卵、栖息和躲避

天敌的理想场所。因此 ,草地植被结构和营养价值对蝗虫种群数量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持久的。除此之外 ,蝗虫种

群数量还受气候变化[9 ,10 ] 、食物资源[11 ] 、种间竞争[12 ] 、环境因子[13 ] 等因素的调节和制约。同时 ,人类活动对蝗虫

种群数量消长起到干扰作用 ,合理的人类活动 ,诸如轮流放牧、合理刈割和草地科学管理等均可调节并减少蝗

灾[14 ,15 ] 。反之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如过牧、滥垦和开矿等造成草地退化可加剧蝗虫灾害的猖獗[4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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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全球气候变化和异常化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全球气候大约上升 0. 6 ℃[17 ,18 ] ,气候变化模型预测 ,受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影响 ,地球表

面温度将继续增加[18 ] ,到 21 世纪末 ,预计可上升 1. 4～5. 8 ℃[19 ] 。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生态系统[19 ] ,有利于飞蝗和

某些旱生性蝗虫适宜生境的形成[20 ] 。气温变暖将对昆虫的发生时间和空间分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尤其是冬季

温度升高 ,可降低虫卵的越冬死亡率[21 ] ;由于昆虫的发生数量与纬度和海拔呈相反的变化趋势 ,因此 ,温度升高

使得昆虫的分布有向两极和多山地区高海拔延伸扩展的趋向[22 ,23 ] ;我国草地多处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带 ,温度升

高可使蝗虫生长期延长 ,蝗虫用于生长发育和生殖的热量储备增加。此外 ,春季干旱能够为越冬虫卵的孵化提供

适宜的水热条件 ,增加成活率 ,提高虫口发生基数 ;有研究表明[24 ] ,蝗虫大规模的发生与蝗虫生长季降水和温度

关系密切 ,与正常年份相比 ,如果降水量减少 20 %～40 %和平均温度升高 0. 5～1. 5 ℃的年份持续几年 ,将大大增

加蝗虫爆发的可能性。极端气候对蝗虫的发生也有重要影响 ,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和太阳黑子频繁活动等均有

可能引发全球区域性气候异常 ,导致水热平衡分配季节性失衡 ,旱涝灾害交替发生 ,可致使草地蝗虫的发生、伴生

或序生[25 ] 。

1 . 2 　食物资源

作为食植性昆虫 ,蝗虫具有多食和寡食性取食特性 , 由于发生时序和营养生态位分化程度的不同 ,它们在利

用食物的种类和频率、相似和相同食物资源的时间序列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26 ,27 ] 。蝗虫可以通过调整发生数量

对短缺或丰富的食物资源做出响应 ,当食物资源丰富时 ,它们可利用的最适宜其生存和最便利其取食的食物资源

使其获得足够的营养和能量用于生殖和存活 ,致使发生数量增多 ,而当食物资源短缺时 ,它们则不断拓展生态位

宽度[ 27 ] ,寻找新的食物源 ,这样迫使蝗虫将更多的营养和能量投资到寻找食物和维持自身基本生长发育 ,而减少

了用于生殖的营养和能量分配 ,从而降低了蝗虫种群发生数量。此外 ,食物质量对蝗虫生长速率、存活和繁殖力

也有重要影响[28 ] ,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平衡、可消化碳水化合物以及次生化合物对蝗虫生长繁殖均有不同程度影

响[29 ] 。蝗虫取食量与食物氮含量密切相关 ,它可通过补偿作用增加取食量来弥补食物中氮含量过低而对蝗虫生

长发育的影响[30 ] 。过度放牧和草地利用方式也会通过竞争食物资源、改变草地的植被组成和营养价值 ,对蝗虫

的食性选择和生态位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了蝗虫的发生时间和数量。

1 . 3 　种内、种间竞争

尽管食物资源限制的重要性因其他动物的捕食作用和环境状况差异而又不同[31 ] ,但种内、种间因利用食物

资源而发生的竞争在决定草地蝗虫种群动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2 ,33 ] 。即使蝗虫可利用食物资源总量充足 ,

但倘若能够利用的优质食物资源有限 ,那么蝗虫对它的资源剥削性竞争依然存在[34 ] 。幼虫对可利用食物资源反

应十分敏感 ,食物缺乏可增加幼虫死亡率 ,但对成虫个体的生殖不会产生直接影响[35 ] ,值得注意的是 ,蝗虫生殖

受食物资源的影响远远强于蝗虫生存[ 34 ,35 ] 。除了蝗虫种内种间竞争之外 ,其他生物通过竞争食物资源、直接捕

食和侵染 ,对蝗虫种群发生数量产生影响[36 ,37 ] 。鸟类等天敌捕食蝗虫 ,可以降低中型和大型蝗虫种类数量 ,增加

小型蝗虫发生数量。

1 . 4 　环境因子

环境因素与蝗虫发生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人们重视 ,有学者先后就生态地理特征[38 ,39 ] 、气候[6 ] 、栖境[1 ,40 ,41 ]

及植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42 ]对蝗虫群落组成与丰盛度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相关研究[32 ,33 ] 表明 ,由于不同

海拔间气温、降水、光照强度、土壤特性、植被组成等因子的差异 ,导致蝗虫密度和多样性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草

地蝗虫空间分布也受到坡向、坡度和土壤性质的影响。蝗虫的生长发育受气候条件的限制 ,从卵的滞育和孵化 ,

幼虫羽化、取食 ,到成虫选择栖境、交尾和产卵等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均受到气候条件 ,特别是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蝗虫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 ,其所需能量主要从外界环境获得。因此 ,气温直接影响到蝗虫的各个生长发育阶

段 ,冬季绝对低温可降低蝗卵成活率 ,蝗蝻期和成虫期蝗虫对气温的变化同样极为敏感 ,在适宜温度范围内 ,温度

每升高 1 ℃,蝗虫生理生化速率约提高 9. 8 %[43 ] 。湿度除了直接影响蝗虫卵的孵化和取食之外 ,也可通过间接的

方式对其种群数量产生干预 ,湿度过低不利于病原微生物在蝗虫体内的浸染和扩展 ,从而提高蝗虫胚胎、幼虫和

成虫的存活力[24 ] 。在漫长进化过程中 ,蝗虫在草地生态系统中逐渐形成适应自己的栖境条件和食谱组成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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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物采食和践踏 ,使得草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群落结构和种类分布发生变化 ,最终引起整个蝗虫的栖境结构和

食物选择范围的改变 ,从而影响蝗虫生长发育和发生数量。

1 . 5 　草地利用强度和方式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草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和利用方式的转变 ,我国草地出现大面积

退化、沙化与盐碱化 ,引起草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对草地蝗虫群落分布和发生动态产生极大影响[44 ]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全国退化草场面积接近 1. 33 亿 hm2 ,约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50 %[45 ,46 ] 。草地发生退化

的原因很多 ,但超载过牧是主要原因之一[47 ] 。我国北方天然草地中 ,放牧是草地主要利用方式 ,适度放牧作为一

项有利的草地管理措施 ,对草地植物生长和发育有促进作用 ,但高强度过牧则可破坏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和功

能[48 ] 。在超载过牧影响下 ,草地植被结构、生产力、生物学特点和土壤理化性状等均发生变化[ 49 ] ,导致植被盖度

降低、植株生长矮小 ,地表裸露 ;使优良牧草不能正常发育 ,牧草再生能力降低 ,牧草叶量、分蘖数、株高和总生物

量均下降 ,草原可食牧草逐渐减少 ,而毒杂草和不可食草大量滋生蔓延 ,部分草原失去了利用价值 ,成为沙地、裸

地或盐碱滩[50 ,51 ] 。裸露的草地斑块和稀疏的植被一方面为蝗虫产卵提供适宜生境 ,同时也为地表获取阳光辐射

能量带来便利 ,这为蝗虫产卵、孵化和幼虫生长发育提供有利微生境。另外 ,建植人工草地 ,是有些牧区缓解冬春

季节牧草缺乏 ,保持家畜安全越冬、补充冬春季节饲草不足的草地有效利用方式。然而 ,由于人工草地植被多为

蝗虫喜食优质牧草 ,且牧草种类比较单一 ,发生期较为一致 ;一旦管理措施不当 ,将会为蝗虫的发生提供有利条

件 ,使其数量急剧增长 ,达到成灾水平。

2 　草地蝗虫可持续管理对策

蝗虫是草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分之一 ,尽管因它们与家畜和其他食草动物竞争食物 ,对当地牧民生活带来

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只要它们发生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下 ,依然对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52 ] 。例如 ,蝗虫可以加快草地生态系统氮素营养循环[53 ] ,有时还可增加草地初级生产力[54 ] ,也能为草地其他

生物 ,特别是草地鸟类 ,提供食物[55 ] 。可一旦蝗虫数量超过经济阈值水平 ,大量聚集爆发成灾 ,则给草地生态系

统带来灾难性后果[56 ] 。牧草被蝗虫消耗殆尽 ,草地沦为赤地。因此 ,怎样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健康发展和

蝗虫有效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不仅在蝗虫灾害发生时采取安全有效应对措施 ,更重要的

是建立符合生态学基本原理、长期有效的蝗虫综合管理措施 ,使之将发生具有破坏性蝗灾可能性降到最小。同

时 ,针对草地蝗虫发生的多样性、严重性、复杂性和持久性特点 ,应遵循生态安全、经济有效和草地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来指导草地蝗虫管理。为此 ,应加强蝗虫发生机理及预测预报技术研究 ,积极探索草地管理措施在调节蝗虫

数量中发挥积极作用 ,尝试草地蝗虫管理新的方法和技术 ,扩大生物防治范围和力度 ,确立新型化学防治技术 ,最

终取得草地蝗虫的长期可持续管理目标。

2 . 1 　加强预测预报研究

防治与减轻草地蝗灾危害的过程中 ,加强有关蝗灾发生机理研究 ,对准确预测预报蝗灾发生时间和程度显得

尤为重要。深入分析影响蝗虫发生的生物和非生物因子 ,尽力阐明各项因子对蝗虫发生可能的贡献率 ,建立蝗虫

预测预报的专家系统和模型 ,给草地管理者和经营者提供理论和技术援助。同时 ,可借助一些最新技术成果 ,用

于蝗灾预测预报当中 ,为有效预测草地蝗虫发生提供帮助。例如 ,综合应用“3S”技术全面调查和评估蝗虫发生

地的景观特征及其影响发生的关键因子 ,建立适用于全国不同草地类型的蝗虫实时监测及预警网络系统 ;对不同

生态地理区成灾蝗虫的种类、发生期、发生量、发生程度及发生强度进行长期追踪监测 ,制定出成灾蝗种的中长期

测报技术和具体防治对策。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对草地蝗虫预测预报工作带来的新的挑战 ,深入研究气候变化直

接或间接对草地蝗虫空间分布格局、数量动态和发生时间的影响 ,研制长期的、针对性强和准确的计算机预警模

型 ,对蝗虫的发生时期、发生程度以及发生范围等做出精确预测 ,为科学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2 . 2 　调整草地管理措施

作为草地主要利用方式 ,放牧管理可以通过家畜采食和践踏作用 ,调节植物的物理结构和土壤表面特性[57 ] ,

影响蝗虫微环境水热状况和可利用产卵位点。因此 ,在草地管理实践中 ,可采取适当的放牧强度和时间来抑制草

地蝗虫种群数量 ,降低虫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度[58 ] 。我国北方大部分草地管理中 ,一般将草场划分为冬春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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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秋草场 ,在冬春和夏秋牧场之间实行季节性轮流放牧且在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蝗虫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 ,而

此时冬春牧场则没有家畜放牧对蝗虫的干扰 ,给蝗虫提供了充足优质食物源和适宜栖息生境。因此 ,在草地实际

管理中 ,在蝗虫频发、多发带 ,可进行周期性轮流放牧适当加大放牧强度 ,延长放牧时间 ,以干扰和破坏蝗虫栖息

生境 ,减少蝗虫可食植物资源 ,达到减轻和缓解蝗虫危害。除了放牧利用之外 ,刈割也是草地的利用方式之一。

通过调节刈割时间、翻耕和刈割次数来控制和调节草地蝗虫的发生数量。在卵孵化期翻耕草地可使蝗卵翻埋到

更深土层而难以孵化 ;在蝗虫发生期 ,适当调节牧草刈割时间可以避开蝗虫与可利用食物源在时间上重叠 ,从而

调控蝗虫发生数量。此外 ,针对不同草地类型蝗区结构和功能的特点 ,做出相应的草地管理措施 ,如退牧还草、保

护天敌、建立人工草场、合理放牧、以草定畜、保护生物多样性、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等[3 ,59 ] ,来促成草地蝗虫的可

持续管理。

2 . 3 　推广“治蝗育禽”模式

在蝗虫发生盛期 ,引入牧鸡对蝗虫进行高密度采食干预 ,从而降低或减少蝗虫发生数量 ,已经在许多地方控

制草地蝗虫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然而 ,由于草地蝗虫发生期的时序性差异较大 ,且蝗虫盛发期有时不止一个。

而目前大多用于控制蝗虫的措施是将在养殖场饲养到一定日龄的牧鸡 ,引入到发生蝗虫草地 ,先在一块草地搭建

鸡棚、准备饮水器和料槽等设备 ,对牧鸡进行放牧驯养、信号引导和适应环境等工作 ,之后才能进行高强度连续采

食蝗虫 ,等一块草地放牧活动一结束又得转场到下一草地 ,同时还得转移鸡棚等设备 ,在此过程中消耗大量人力

物力。尽管这种牧鸡控制草地蝗虫的方法 ,在短期内对降低蝗虫发生数量起到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需要政府出面

统筹安排 ,机动性和灵活性不够 ,投入大和牧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等不足。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基于草地生

态系统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前提下 ,用“治蝗育禽”的思路来替代“牧鸡灭

蝗”。为此 ,在甘肃省肃南县皇城草原进行“治蝗育禽”技术体系的可行性进行系统研究。首先 ,对该处草地类型 ,

气候环境 ,蝗虫发生种类、发生时间和数量、以及蝗虫营养价值做了详细调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 ,筛选出当地

适宜生长牧鸡品种 ,并就该种牧鸡在蝗虫正常发生密度下 ,大致推算出在草地生长 4 个月时间的所需蝗虫占有草

地面积。其次 ,归纳和总结草地放养牧鸡管理措施 ,就牧鸡采食活动规律、生长特点、食性组成、营养补饲 ,以及牧

鸡对草地蝗虫种群结构和发生数量的影响做了深入细致调查。最后 ,分析采食蝗虫牧鸡的鸡肉营养品质以及特

有营养和风味物质。经过以上系统研究 ,最终摸索出一条适合当地牧区、具有牧民参与、生态安全和可持续特点

的牧区草地蝗虫管理技术模式。该模式要点主要包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在蝗虫危害比较严重的冬春牧场按其

蝗虫量来折算草地的载禽能力 ,按“以虫定禽”的原则 ,在蝗虫发生期内放养牧鸡 ,控制蝗虫发生数量 ,获得优质鸡

肉产品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局面。

2 . 4 　生物控制技术

草地蝗灾的治理中 ,尽管化学防治因具有快速、高效、使用方便等优点 ,在控制突发蝗灾中发挥不可替代作

用 ,但是随着化学杀虫剂品种的增加以及无限制的大面积施用 ,对草地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最直接的

是对鸟类、蝗虫天敌和其他动物的毒杀作用 ;同时 ,也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蝗虫抗药性 ,农药效能降低 ,生

态环境污染等[60 ,61 ] 。因此 ,在常规草地蝗虫的控制中积极探索与环境相容的生物控制技术将显得尤为重要。当

前 ,在控制草地蝗虫实践中 ,前后实施的各种生物防治剂主要有 :绿僵菌、蝗虫微孢子虫、苏云金杆菌、痘病毒、昆

虫信息素、牧鸡牧鸭、粉红椋鸟等[32 ,36 ,62 ] ,它们在限制草地蝗虫种群密度中取得良好效果。这些生物防治剂在实

际施用中 ,易受环境气候条件的限制 ,微生物杀虫剂 ,如绿僵菌和痘病毒等对环境温度的敏感性和在不同环境下

的使用浓度对其广泛应用产生较大制约[ 63 ] ;牧鸡、牧鸭和粉红椋鸟也受草地环境地理条件的影响 ,但只要不断深

化和拓展生物防治剂的作用机理和使用技术 ,对其使用环境条件以及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理得以明确 ,将有利促

进生物防治技术的使用范围和发展力度。

2 . 5 　确立新型化学防治技术

化学防治作为一种控制突发草地蝗灾的有效措施 ,因其高效、便捷、快速 ,在蝗灾应急处理中发挥重要作

用[64 ] 。然而 ,在草地生态系统这种可再生资源中 ,用化学防治管理草地蝗虫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50 ] 。被化学杀

虫剂杀死所有蝗虫种类中 ,种类不但不会引起牧草经济损失 ,甚至可以充当作除草剂作用 ,可有效控制草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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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植物[65 ] 。另外 ,蝗虫是草地上许多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主要的食物源 ,对草地经营者和自然保护组织来

说 ,蝗虫也具有其他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比如维持草地生物多样性和增加草地生产力[52 ] , 而所有这些都会受到

化学防治的影响。再者 ,随着普通民众对大规模化学防治带来的不良反应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 ,对其引发的危害

环境安全和破坏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受到草地管理者和经营者的高度重视。为此 ,研制高效、专一程度化高和环

境友好型杀虫剂新品种和新剂型 ,进行化学药剂对非靶标生物和生态环境安全评价 ;改进和提高施药器械及其关

键部位的使用性能 ,优化药剂的使用方法 ;严格执行药品登记注册管理制度 ,确立以环境安全、使用便捷和高效低

毒新型化学防治技术体系 ,结合准确预测预报机制 ,为有效控制草地蝗虫危害发挥应有作用。

实现草地蝗虫的可持续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公众生态安全和

环保意识的提高 ,对影响蝗虫发生的各项因子认识和了解不断深入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蝗虫预测预报理论体系和

技术手段 ,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此外 ,高度重视草地管理措施在调节和控制草地蝗虫数量中发挥积极作用 ,

可通过管理草地植被、实行轮流放牧、改变放牧强度和时间、调节牧草刈割时间、推迟人工草地翻耕时机等一系列

草地管理措施来达到降低蝗虫发生数量的目的。再者 ,逐步推广“治蝗育禽”技术模式 ,为牧区人们开创一条实现

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生产模式。最后 ,继续巩固和发展生物防治技术、研制新型安全、高效和作用靶标专一的

化学杀虫剂 ,建立化学杀虫剂生态安全评价体系 ,最终实现草地蝗虫管理的可持续和预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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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an outbreak of grassland grasshoppers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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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in reasons for t he out break of grassland grasshopper are discussed in t his research and cont rols

by sustainabl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are considered. Global climate warming , drought , regional cli2
mate abnormity , food resources , int ra and interspecies competition ,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get her wit h met h2
ods and utilization of grasslands may all affect grasshopper pop ulation dynamics and cont ribute to the out break

of grasshoppers. Ecological safety , economic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grassland systems are

regarded as t hree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grasslands. More technical research on monitoring and forecas2
ting grasshopper outbreaks is needed to deal wit h t he current severe disaster caused by t he grasshoppers. Meas2
ures for bet ter management of grasslands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ont rolling t he grasshopper pop2
ulations. New management met hods should be f urther explored and t he range and force of biocont rol be extend2
ed , as well as new chemical cont rol technology be established. Only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t hose measures can

t he goal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grassland grasshopper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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